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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趣臺北，逛古城 

臺北城研究暨答題遊戲程式設計 

研 究 者：陳克城 

          臺北市西湖國小資優班學生 

通 訊 處：臺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 25號 

電    話：(02)2798-5381#165 

電子郵件：kcc94125@gmail.com 

指導老師：邱鴻麟     

專業指導：吳稚賢 

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從臺北建城開始 130 幾年來，臺北已從一個純樸的古城變成了東亞的經濟重

心之一，人口大幅增加，經濟能力愈來越好，文化素質也非常高，其中臺北城也

先後被許多人所 統治，經過各個文化的薰陶之下，擁有著多元的文化。隨著台

北人文化素養的進步，越來越多人想要去探討臺北的歷史。 

  身為一個臺北人，應該要了解臺北的歷史，多多去翻一些關於臺北歷史的書，

更深入的探討百年來發生的重要事件，藉由網路等等讓更多人知道臺北在歷史中

的對與錯。 

二、研究動機 

  印象中，小時候常常跟爸爸聽歷史，一開始我都只會聽爸爸講中國的歷史，

直到近幾年的社會課，才開始接觸臺灣及臺北的歷史，一開始只在於社會課當中，

之後，我才慢慢的去借關於臺北歷史的書、去看關於臺北歷史的網頁。 

  現在的學生，大部分都非常討厭歷史，覺得歷史都要背，所以非常麻煩。可

是了解歷史，才能面對過錯，並改進它，就如同現在的德國人面對當年納粹凌虐

猶太人的真相；了解歷史，才能發現過去做對的事，並效仿它。 

  而理解歷史的方式百百種：看書、找資料、參觀古蹟、看古物展等，都是可

行的方式，但我認為：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能夠得到歷史知識的方式，就是逛古蹟。

古蹟中，可以看到古代的建築風格、古人的生活方式、古物的存放地點等，都是

古蹟可以得到歷史知識的方式。而台北的古蹟中我最想使用的非台北府城莫屬。 

  為了讓現在的學生更了解歷史，我想透過程式設計製作遊戲，讓同學們在有

趣的 Scratch 答題遊戲中學習關於臺北歷史的知識，並漸漸的喜歡上它。 

mailto:kcc94125@gmail.com


15-2 
 

三、研究目的 

(一) 蒐集資料並將臺北城重大事件列成表格。 

(二) 探索並設計臺北城的 Scratch 答題遊戲。 

貳、文獻探討 

一、臺北概史 

  維基百科中寫道：「臺北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 1709 年時，陳賴章墾號來

到大加蚋(今艋舺、錫口、大龍峒ㄡ和大稻埕等)開墾，也可以從臺北府城建成的

1884 年開始算起。」 

在 1684 年到 1800 年這段時間中，臺北的開發大多已移民為主，且大都主要

來自福建閩南人及少數廣東客家人的漢族移民，像這樣以移民者為主，已政府的

力量為輔，已成了臺北開府建城之外臺北的開墾主流。 

 二、開墾者及墾號 

墾號是以土地開發開墾為主的合股團體，由許多開墾者所組成。以下來介紹

些有名的開墾者及墾號： 

陳賴章 

  陳賴章墾號是泉州人陳逢春、賴永和、陳天章、陳憲伯、戴天樞等人，

於清康熙 48 年開墾大北地區而成立的團體，陳賴章是所有合股人姓名綜合

的團體名稱，並非人名。此墾號主要開墾範圍面積相當廣，包含艋舺、錫口、

大龍峒和大稻埕等現今臺北市的中心地帶在內。其中又以艋舺的開墾為主要

區域。因此，一般來說，臺北市在地史的正式啟動是由艋舺開始，而向艋舺

龍山寺和艋舺清水巖等歷史建築，也都是由於此墾號的進駐而來。陳賴章墾

號不但是 18 世紀初臺灣最大規模的漢人開墾事件，也促成了日後的臺北北

部地區的平埔族遷移、同化與滅絕。(維基百科資料) 

廖簡岳 

  粵籍領袖廖簡岳於清雍正 7 年，由現在的臺北市中正區南邊沿新店溪的

林口庄進入，開始開墾臺北市南區。(《大安區志》資料 ) 

林成祖 

  林成祖是由林秀俊一手開辦的墾號，經營遍及今臺北(大加蚋堡)、板橋

(擺接堡)、新莊（興直堡）、土城、永和、內湖，甚至苗栗、大甲一帶，是

臺灣開拓之先驅之一。逝世後葬於他生前最愛的內湖(林秀俊墓位於今內湖

運動公園對面的大草坪)。 



15-3 
 

三、程式設計 

「電腦程式設計（Computer programming），或稱程式設計（programming），

是給出解決特定問題程式的過程，軟體開發過程中的重要步驟。程式設計往往以

某種程式設計語言為工具，給出這種語言下的程式。程式設計過程應包括分析、

設計、編碼、測試、除錯等不同階段。」(維基百科資料) 

我自己的想法：程式設計所指的是使用程式語言的軟體於電子設備中寫出的

一種程式原始碼的設計，但在這次研究中，我所使用的是 Scratch 這種圖像式的

程式語言，較為易懂。 

四、解謎遊戲 

解謎遊戲是需發揮智慧去尋找解題的方式的遊戲，題目的類型依各遊戲鎖定，

各有不同，出題模式也不一定會一樣，答題遊戲是解謎遊戲的一種，通常答題遊

戲都有一個題庫，隨機抽幾題出來，答題算分數，但我的遊戲比較不一樣，是比

較於偏向劇情向的遊戲，而且沒有題庫。 

參、研究方法 

一、資料統整 

首先，我要把臺北城動工到日治時期開始的臺灣歷史大事及城內建築建造年

分整理出來，再將其列成表格，這個表格的年份是臺北城的最後十五年。 

二、遊戲設計 

 接著要開始著手設計遊戲了，這個遊戲是一款答題遊戲，我的靈感來自於「知

識王」這款手機遊戲和「國民教育委員會」這款電腦遊戲以及「臺北探索館」裡

面關於臺北城的介紹，它們給了我以臺北城為主題和答題遊戲的靈感，在我的答

題遊戲中，玩家是一群文史工作者，需要在今天的臺北城裡闖蕩，找尋能開啟地

下金庫的鑰匙，找到鑰匙後，就能得到政府所獎賞之金庫五分之一價值的獎金。 

1. 描寫故事背景 

 遊戲都會有一個遊戲的故事背景，雖然大部分的人都不會認真讀故事背景，

但它還是非常的重要，要是沒有讀完故事背景就開始遊戲，當劇情開始後，會搞

不清楚狀況，而這次的遊戲背景算是我嘔心瀝血編出來的，所以真的希望玩家們

會認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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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訂定遊戲規則及劇情大綱         

這款遊戲名叫「來趣臺北，逛古城」，當遊戲開始後，玩家須先到達起始古

蹟，在起始古蹟打倒老人所派遣的關主，關主將會以關於此古蹟獲此古蹟所有相

關的題目攻擊玩家，答對了題目等同於擋下了敵人的攻擊並反彈回去，以此打敗

象徵關主的關主，打敗關主後，玩家可以看到一小段關於此古蹟的介紹，直到走

完所有地點後，才能獲得打開金庫的鑰匙，當打開金庫後會發現金庫裡面只有一

張紙，上面寫著：「所謂寶藏就是我中華文化的傳承能永久。現在所看到的大清

統領時期所蓋的建築，就是寶藏。」 

3.題目設定及古蹟介紹 

我會透過整理完的資料來設計謎題，謎題的總數量為二十題，每個古蹟二到

三題，同時我也會用蒐集到的資料整理成古蹟的介紹 。 

4.拍攝遊戲照片 

要製作出遊戲背景、答題背景以及各式各樣的圖片是這次研究困難的部分之

一，尤其是風格要有清領時期的風格更是難上加難，原本我想找一位有名的畫家，

將它畫的古蹟圖畫借給我，以解決這個問題，可惜的是，他沒有看到我跟他的聯

繫，所以只好自己用相機照下來。 

5.程式製作 

最難的一部分，當然也是最好玩的一部分，也是這個研究的重點，最後，必

須把這個程式寫好，就大功告成了！  

6.親友試玩 

最後就是給同學試玩，請他們回饋我，我就會修改一些東西，於是，我就使

用了迭代這個程式設計常用的程式碼，來造就一個「循環{試玩→回饋→修改}」

直到沒有人提出我成品達到滿意程度」這個看似簡單，但卻很重要的程式。 

肆、研究成果 

一、臺北歷史年表 

這個年表是我整理網路、書刊雜誌上的資源，製作而成的，這裡有從臺北城

動工到日治時期開始的臺灣重大事件，以及城內古蹟的建造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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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城動工到日治時期開始的臺灣歷史大事及城內建築建造年分 

臺北城的最後十五年 

1879

年 

光緒 

5 年 
南門、小南門竣工 

1880

年 

光緒 

6 年 
臺北登瀛書院竣工 

1882

年 

光緒 

8 年 
臺北城正式動工，由台灣道劉璈與台北知府陳星聚興建 

1882

年 

光緒 

8 年 
西門、東門竣工 

1884

年 

光緒 

10 年 
北門竣工 

1884

年 

光緒 

10 年 
中法戰爭爆發，一度危及臺北 

1884

年 

光緒 

10 年 
臺北府城完工，面積一點多平方公里，位於大稻埕跟艋舺的中間。 

1884

年 

光緒 

10 年 

清朝與法國簽訂《天津專約》，承認越南是法國的保護國 

中法戰爭結束 

1885

年 

光緒 

11 年 
劉銘傳任首任臺灣巡撫 

1886

年 

光緒

12 年 

臺北通商委員李彤恩與上海德國泰來洋行李德簽訂設置臺北與安

平的陸上電報線合約 

1886

年 

光緒

12 年 

李彤恩與上海英國怡和洋行施本思簽訂設置臺灣到澎湖、廈門的

水下電報線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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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年 

光緒

12 年 

劉銘傳奏准設立臺北、安平陸上電報線與安平、澎湖、廈門水下

電報線 

1887

年 

光緒

13 年 
設鐵路總局於臺北北門附近 

1887

年 

光緒

13 年 
清朝福建臺灣省正式建省，劉銘傳任首任臺灣巡撫 

1887

年 

光緒

13 年 
臺灣首設布政使司一職 

1888

年 

光緒

14 年 
布政使司衙門建成 

1888

年 

光緒

14 年 
在臺北城內試行電燈 

1888

年 

光緒

14 年 

騰雲號與御風號開始在已完工的大稻埕到錫口（今臺北市松山區）

鐵路路段試運轉 

1888

年 

光緒

14 年 
公布〈臺灣鐵路章程〉 

1888

年 

光緒

14 年 
臺灣郵政總局正式營運 

1888

年 

光緒

14 年 
臺北到錫口的鐵路正式營運 

1892

年 

光緒

18 年 
巡撫邵友濂為接待高級官員建造欽差行臺於布政使司衙門旁 

1894

年 

光緒

20 年 

巡撫邵友濂奏請正式將臺南府遷至臺北 

從此臺北成為了臺灣的行政中心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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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年 

光緒

20 年 
巡撫邵友濂於臺北城內建造臺灣巡撫衙門 

1894

年 

光緒

20 年 

豐島海戰爆發 

中日甲午戰爭開始 

1895

年 

光緒

21 年 

中日甲午戰爭結束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馬關（今下關市）簽署《馬關條約》 

1895

年 

光緒

21 年 

康有為、梁啟超寫成一萬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書》 

同年，上奏光緒帝，表示反對《馬關條約》 

1895

年 

光緒

21 年 
唐景崧發表「臺灣民主國獨立宣言」 

1895

年 

光緒

21 年 

臺灣民主國成立，唐景崧出任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林維源為

國會議長，劉永福為大將軍，年號「永清」 

1895

年 

光緒

21 年 

總統唐景崧、副總統丘逢甲、大將軍劉永福、國會議長林維源 

於乙未戰爭之前未戰陣前棄職逃亡中國廈門 

1895

年 

光緒

21 年 

臺灣民主國的主要戰力義軍（義民大統領為吳湯興）因參加乙未

戰爭而崩潰，吳湯興陣亡。 

1895

年 

明治

28 年 
鹿港人辜顯榮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本軍進入臺北城 

1895

年 

明治

28 年 

臺南士紳仿臺北模式推舉英國牧師巴克禮請求日本軍隊和平進城

協助維持秩序，迎接日本軍進入臺南城 

至此臺灣民主國滅亡 

1895

年 

明治

28 年 
日本臺灣總督府在臺北城舉行始政式 

1895

年 

明治

28 年 
臺灣日治時期開始， 總督府設在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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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 

 

二、遊戲背景故事 

故事背景：2025 年，時光機已經進入測試階段，人類的科技即將到達新的

境界，那時臺北市政府在巡撫衙門遺址準備依測試階段時所看到的樣貌重建，開

挖後，挖到了一個巨大的金庫，經學者指出，那是當年巡撫--唐景崧，埋藏在地

底下的鉅額財產。 

當地老一輩的居民傳說：「握有金庫鑰匙的人，只有住在陽明山上的某位神

秘老人，他啊，是當年唐景崧親信的後代，唐景崧把金庫鑰匙交給他的親信們，

當然也包括神秘老人的父親，之後唐景崧囑咐：『要是我們撐不下去了，在未來，

唯有流著我漢族之血的人，才有使用鑰匙的權利。』這句話。」 

在政府派人前去尋找老人時，消息傳到了老人的耳裡，待人員找到老人住處

時，發現了老人留下的一張紙條，上面寫著：「請想辦法了解我祖先的時代，沿

路打敗我在每個地點派遣的關主，答出他們出的謎題，才能慢慢地找到我和那把

金庫鑰匙，但我只給你們一天的時間，在日落前找到我，否則我會破壞你們的時

光機，使你們再也不能回到過去。」 

你和你的夥伴們是一群文史工作者，受政府委託，需要到臺北城找尋鑰匙，

找到鑰匙後可以拿到金庫裡財寶的總價值五分之一的獎金，現在，你們就出發

吧！ 

三、遊戲題目及古蹟介紹 

這些是我運用蒐集來的各方資料去製作的題目，當中會有臺北城內的古蹟介

紹，及建築的結構。 

臺北府城南門 

介紹： 

臺北府城南門位於今天的愛國

西路公園路南昌路口，是臺北府城的

正門，正名為麗正門，因南方在八卦

中為「離」，所以取自《易經．離卦》

中的「重明以麗乎正」，此名也有絢

麗雅正的意思。南門現在與東門、小

南門一樣，只留下門的基座，城樓被

改成華北城池式，在改成華北城池式

之前，它城樓的屋頂採用的是「重簷

歇山式」，石製匾額的四周有著象徵

最高權力的螭龍紋，再加上整座門規

模較其他門大，臺北府城正門的名號

名符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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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 

一、臺北府城南門的命名是取自哪一本書？ 

1.《易經．離卦》 2.《城門命名守則-南》 3.《論語》 4.《水滸傳》 

二、臺北府城南門的屋頂是採用什麼方式？ 

1.尖山式硬山 2.尖山式懸山 3.重簷廡殿式 4.重簷歇山式 

三、臺北府城南門與下列哪一座城門的正名一樣？ 

1.明朝應天府南門 2.元朝大都南門 3.唐朝長安南門 4.東漢雒陽南門  

答案：一、1，二、4，三、2 

臺北登瀛書院 

介紹： 

臺北登瀛書院是前臺北知府陳星聚募

資建造的，並在繼任知府雷其達於清光緒六

年(1880 年)建造，日治時期被日本政府接管

後改名為「淡水館」，先後改為官員俱樂部、

仕紳集會所，最後變成了台灣文庫，雖在

1906 年就遭到拆毀了，文庫裡面的書，經過

了台北天后宮及林本源家的保管，最後成為

了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圖書館(為今台灣圖

書館的前生)的館藏基礎。 

題目： 

一、登瀛書院是在大概是什麼時候被拆掉

的？ 

1.1890~1899 2.1910~1919 3.1900~1909 

4.1950~1959 

二、登瀛書院曾被當作甚麼地點？ 

1.行政辦公室 2.文庫 3.西餐廳 4.以上皆是 

三、登瀛書院的館藏曾被放置在甚麼地方？ 

1.臺灣文庫 2.林本源家族屋舍 3.台北天后宮 4.以上皆是 

答案：一、3，二、2，三、4 

臺灣承宣布政使司衙門 

介紹： 

布政使司衙門位於今天的中山堂右側，1887 年臺灣首設布政使一職， 首任

布政使是邵友濂，除了後來升任巡撫的唐景崧布政使以外，其餘任期皆極短。據

考察。布政使司衙門建於 1889 年，1895 年台灣民主國成立，總統唐景崧設原布

政使司衙門為「臺灣承宣布政總理內務衙門」，日軍進城後，將近衛師團司令部

設於此地  ，並作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御駐營所」，之後在二戰期間，被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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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差行臺 

充當作陸軍部，當年由唐景崧設在西側的鑄防局，

也在總督府(今總統府)建成之前，當作總督辦公

室。1931 年，為紀念天皇登基，建立「臺北公

會堂」(今中山堂)，因此，將布政使司衙門拆除。 

題目： 

一、布政使司衙門的舊址，現在是什麼建築物？ 

1.中正紀念堂 2.中山堂 3.國父紀念堂 4.總統府 

二、布政使司衙門在日治時期曾被改為什麼？ 

1.臺北賓館 2.臺北市政府 3.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御駐營所 4.空軍司令部 

三、臺灣大約在西元幾年設立布政使司一職 

1.1885~1889 2.1880~1884 3.1890~1894 

4.1875~1879 

答案：一、2，二、3，三、1 

欽差行臺 

清光緒 18 年（1892 年），福建臺灣

巡撫邵友濂，於布政使司衙門及巡撫衙

門附近，興建行館。不久後，甲午戰爭

爆發，清廷大敗，割讓臺澎給日本，當

時的臺灣人將巡撫唐景崧推上臺灣民主

國總統，唐景崧就設欽差行臺為籌防局，

當日本人攻進臺北城後，因為沒有建築

物可供使用，就把欽差行臺設為臨時的

總督府，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當初把

它以「臺灣布政使司衙門」設為國定古

蹟，之後查看史書才確定為「欽差行臺」。 

一、欽差行臺是哪位地方長官下令建造

的？ 

1.沈葆楨 2.劉銘傳 3.邵友濂 4.唐景崧 

二、 欽差行臺是建於哪位皇帝在位的

時期？ 

1.康熙帝 2.乾隆帝 3.咸豐帝  4.光緒帝 

三、欽差行臺在清領時期結束後，曾被

當做什麼？ 

1.臨時總督府 2.歌劇院 3.市政府 4.衛

生局 

答案：一、3，二、4，三、1 

欽差行臺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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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門印象斜拍 

臺北府城小南門 

介紹： 

臺北府城小南門完工於 1879

年，正名是重熙門，位於今天的

愛國西路延平南路口，當年是由

板橋林家捐建的，是城內通往板

橋、中和的出入口，它原本的城

樓是與其他門布一樣的廊柱式，

但城樓依舊於 1966 年，和南門、

東門一樣，被改為華北城池式的

城樓。 

題目： 

一、臺北府城小南門是城內往哪裡的出入口？   

1.淡水、八里  2.新莊、新店 3.金山、萬里 4.板橋、中和 

二、臺北府城小南門哪一地方望族捐建的？ 

1.板橋林家 2.松山朱家 3.南港闕家 4.北投陳家 

三、臺北府城小南門原本的城樓是哪一種形式？ 

1.碉堡式 2.廊柱式 3.城池式 4.宮殿式 

答案：一、4，二、1，三、2 

臺北府城西門 

介紹： 

臺北府城西門建於 1882 年，正

名稱為「寶成門」，這座城門是由艋

舺的三邑人捐建的，寶成門名字的由

來是當時的艋舺人想要維持艋舺的

興旺，而取「寶物成就」之義，這座

城門也有城門中最華麗的雙層樓閣。

西門在 1905 年，為配合市區改正，

而遭到拆除，2014 年時為配合台北府

城建城130周年而當初立在城門原址

前的石碑，在三年後被一位神經病患

者撞毀。 

題目： 

一、臺北府城西門是哪裡的商人捐建的？ 

1.大稻埕 2.錫口 3.艋舺 4.鷺江 

二、 臺北府城西門是哪個時期被拆毀的？ 

重熙門正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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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領時期 2.民國時期解嚴前 3.日治時期 4.民國時期解嚴後 

三、臺北府城西門在被拆毀後做出的裝置藝術稱為？ 

1.西門造景 2.西門剪影 3.西門輪廓 4.西門印象 

答案：一、3，二、3，三、4 

臺北府城東門 

介紹： 

臺北府城東門竣工於 1882年，

正名為景福門，取自《詩經．大雅．

既醉》，在日治時期也曾因為面東

而稱為照正門，同時也是臺北往錫

口的主要幹道。東門在凱達格蘭大

道跟仁愛路、信義路分岔及中山南

路的交界處，西邊正指著現在的總

統府，東邊正指著現在的臺北市政

府。其建築與北門較相似，最大的

不同是東門兩旁有方形的窗洞，且

東門的外廓是圓弧形，北門則是方

形。它與南門、小南門一樣在 1966

年被改成了北方城池式，且常因為

前往總統府的抗議民眾而損毀。 

一、臺北府城東門不位於哪條路旁邊？ 

1.景福路 2.凱達格蘭大道 3.仁愛路 4.信義路 

二、臺北府城東門的外廓是什麼形狀？ 

1.長方形 2.正方形 3.梯形 4.圓弧形 

三、臺北府城東門又被稱為什麼？ 

1.照正門 2.青龍門 3.朝陽門 4.迎曦門 

答案：一、1，二、4，三、1 

臺北府城北門 

介紹： 

臺北府城北門竣工於 1884 年，正名為承恩門，因面朝北方的清朝皇都北京，

而取「承接皇恩」之意，此門除甕樓及接客亭以外，城樓及門洞(城門的基座)都

留了下來，是臺北府城內現存最完整的城門。北門的上方，原本有一個「北門高

架橋」，但為配合「西區門戶計畫」，這座高架橋於 2016 年拆除，讓北門能夠

重見天日。 

小南門正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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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門斜拍 

遊戲標題程式碼 

背景標題程式碼 

一、臺北府城北門建於西元幾年？ 

1.1882 年  2.1884 年  3.1912 年 

4.1914 年 

二、臺北府城北門上方的高架橋稱

為？ 

1.忠孝橋引道 2.臺北橋引道 3.北

門高架橋 4.忠孝高架橋 

三、臺北府城北門因面朝皇都而取

「承接皇恩」之意，請問皇都是哪

裡？ 

1.南京 2.北京 3.天津 4.上海 

答案：一、2，二、3，三、2 

四、遊戲程式碼與遊戲成品 

        一、遊戲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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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提示程式碼 

開始鍵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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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對話框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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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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鑰匙&寶藏程式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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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答錯程式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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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對&答錯程式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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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式 
碼 
1 

 

答對&答錯程式碼-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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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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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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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程式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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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遊戲成品(開場&第一關&結局)  

  

  

 

 

 

遊戲開始 

   

 

 

 

作者的話 

簡 
介 
程 
式 
碼 
2  

簡介程式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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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背景 

 

 

 

主角對話 

 

 

 

關卡開始 

 

 

 

答題 



15-35 
 

  

  

  

  

 

 

 

 

 

答題後反應 

 

 

 

古蹟簡介 

 

 

 

結局 

 

 

 

最終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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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究日誌 

何去何從？                   2017,10,10  

專研的題目從五年級想到現在，還沒一有定案，雖已確定以歷史為主題，但方案

卻有很多種，像寫小說、做遊戲等，種類繁多，究竟該何去何從？需要再多思考。 

方向確定                     2017,10,11  

專研的方向大致上是確定在程式設計上，要以臺北的古蹟用 Scratch 做出一款解

謎小遊戲，至於細節的部份還要再想想。 

發現問題                     2017/10/22 

想了一週，我發現自己的兩個大問題：一是我發現我自己很難控制自己不去玩遊

戲，因爲一玩起遊戲，我就再也回不來了，也就無法認真思考我的專研。二是我

的程式設計能力因爲一整年幾乎沒有時間碰 Scratch 而變得很不好，再加上之前

的 Scratch 比賽校內甄選中，我竟然連一題都沒有答出來，所以對自己的程式設

計能力感到沒什麼信心，碰巧，前幾週，老師建議我們可以去參加程式設計課程，

星期六的甄選中，我寫的很順利，真希望能夠順利被選上，精進程式設計能力。 

題目轉向                     2017,10,28 

我對原本的題目程式設計感到自我懷疑，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去用程式設計

製作遊戲，於是就把主題變成關於臺北歷史的研究，程式設計變成輔助，甚至有

可能變成製作桌遊，但對我來說，其實一樣好玩。 

主題連想                     2017,10,29 

一聽到臺北歷史，我的耳邊就迴盪著《臺北的天空》這首老歌(顯示出自己有多

老)，也想到前一陣子才剛去過的「臺北探索館」(記得是國慶連假)。 

主題介紹                     2017.10.29 

臺北市的歷史，從命名以來已 142 年，原本的古城風貌也變成了高樓大廈。我們

因當去認識他，才能將過去的錯誤修正，過去的成就重現。 

大突破                      2017,11,19 

我經過一兩個星期，終於有了大突破，我想到可以用問卷的方式了解六年級學生

對臺北古蹟的認識，再將資料統整，同時用 Scratch 製作一款以臺北市十二個行

政區的代表古蹟為主題的答題遊戲，這樣應該會變得更加輕鬆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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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轉彎                      2017,12,04 

在之前我曾說過，我想探討六年級學生對臺北歷史的了解，但在看過其他人的審

查後，我發現我根本不需要做那麼多的東西，只需自行了解臺北的歷史，並整理

出來即可，況且，能不能全部做完也是個問題呢！ 

專研審查逼近                 2017,12,21 

在被邱老罵過不知道幾週後，我始終摸不著邱老希望我能做到的東西究竟是什麼，

可是下周一就要報告了，我只好拿出我所做的，來向大家報告了。同時因為專研

審查逼近，所以我既興奮又緊張呢！ 

審查通過!!!                  2017,12,29 

星期一的審查會中，我的報告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好，原本想要運用的幽默感，

都沒有運用到，雖然報告沒有想像中的好，但路上沒有石頭就不會改道，所以我

要更加努力，向第一個做完專研邁進。 

老師們的建議                  2017,12,29 

老師們在我的專研發表時，建議我可以不一定使用那指定的十二個古蹟，可以選

擇其他歷史較為悠久的古蹟，或者是對一系列有關連性的古蹟做研究。 

假期後的檢討                  2018,03,13 

過了一個寒假，我必須承認我一直都在混水摸魚，每天只知道玩、玩、玩，都不

好好做該做的專研，開學後也差不了多少，每天也都在混水摸魚。雖說沒有做甚

麼事情，但還是有些許進度，像是我的題目已經大致上訂在臺北府城的古蹟裡，

題目快要設定好了，接下來只剩下專研的重點--製作，以及給同學試玩。 

最後繳交期限，倒數一個月!!!          2018,03,25 

又過了幾個星期，懶惰的我又是甚麼也沒做，大家都十分擔心我能否在四月底前

完成，但我要像邱老在文學課上講得一樣：「相信我的能力，我一定能在一個月

內做完的。 

繳件截止倒數                  2018,04,22 

四月三十號要交的東西，我現在的完成度卻只有少少的 40%，我都覺得自己快要

完蛋了，我的進度中所謂的 40%：就是報告完成度 70%， 遊戲完成度 10%。報

告所剩的 30%，是最後的題目及程式的圖片。遊戲做好的 10%是遊戲背景。所以

我已經快沒有時間了，但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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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湖會報告發表前夕               2018,05,19 

明天就是雙湖會報告的日子，雖然在這五月份的 18 天裡，我解決了我的遊戲和

PPT，但都沒有時間準備要報告的內容，深怕明天會講得不好，因此今晚我會加

緊練習。 

雙湖會報告                    2018,05,21 

今天就是雙湖會了，我是前幾個上臺的人，原本我以為能夠講得不錯的，沒想到，

竟然我昨天的預言成真了，我講得非常不好，聲音太小聲，咬字不清又講太快，

因此我對自己的表現非常失望。 

    

             

 

 

 

校內發表                     2018/05/25 

從星期三到今天的校內發表，是我重新報告的最後機會，所以我盡力的報告了，

雖然聲音好像還是有點小聲，但個人認為講得比之前在雙湖會上都還要好，而且

這次講的也相對比較有趣、豐富，所以我覺得我這次的最後機會有把握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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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告繳交日                  2018/06/21                                    

今天就是書面報告初稿的繳交日了，我拚命地趕工，希望能做出最好的成品，因

為我的成品及報告都沒有做得特別好，所以我希望至少在報告方面我要做得好一

點，第一次給邱老審時，很意外不用改太多東西，只要再加上一點點東西就好，

真是非常幸運。 

柒、研究心得 

 這個專題研究經過百般的波折，終於做出來了，想想還真有成就感，看著報

告時的照片，我不禁想起了製作時的情況。 

 五年級時，我一直定不下一個主題，一度想做串連全臺灣每一個鄉鎮市區的

影片，但我覺得短期內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就將這份任務留給未來的我，其他還

想到一堆主題，總歸一句就是我有興趣的東西實在是太多了，沒有一個辦法可以

把所有東西都串連在一起，所以最終打算使用單一主題，選了很久後最終選定了

歷史，只是要做甚麼還沒有一個定案。 

暑假時，覺得專研還非常遠的我，幾乎沒什麼在想做專研的事情，一直在做

別的事情，唯一做的就只有選定幾個古蹟，把它拍下來、為它寫一首白話古詩，

再把它做成明信片，一副在準備專研的樣子，雖說當時的我真的想用這些古蹟做

專研，但事後才知道這不可能，完全是我自己的異想天開，開學後一直在忙 WCF

的事，雖然最後沒有晉級，但還是給予了我趕專研的感覺，讓我先有心理準備。

在做完 WCF 後老師就開始催初審的稿，和初審的簡報，幸虧最後我初審過了。 

初審過了的我，鬆了一口氣開始放寒假，原本寒假前跟每一個人一樣都訂定

寒假後要做完的目標，但我也跟每一個人一樣，寒假時幾乎都在混，沒什麼在做，

最後只不過把一些東西修成老師在初審時跟我建議的東西而已，頂多再加上一個

我偶然寫完的遊戲背景故事而已，幾乎都沒有做什麼。 

寒假結束後，我理所當然的發現：同學們其實也沒做多少。當下的我算是放

下了心中的大石頭，算是又鬆了口氣，但之後我就知道我想的是錯的，一瞬間大

家的進度都如雷般的向前，總覺得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待在原地沒有向前，當時我

嚇到了，每天熬夜做專研，在最終繳交日前的一整個月，我甚至將安親班全部請

假，只為做專研，但總覺得沒什麼成效，因為一回到家，我就開始看電視，看到

爸媽回家後，騙他們說我一直在做，進度已經超前了，然後熬夜趕工，最後果真

沒什麼成效。 

四月底時，我聽說到我們的成品只要在專研報告前一天做好就好了，也算是

沒那麼緊張了，在五月時我們幾乎整天賴在資優班，也幾乎借了普通班所有的課，

總算是有一點進展了，最後成功在報告前把成品做出來了。 

我對這次的成品其實不算很滿意，總覺得少了什麼。對，真的少了什麼，少

了趣味感，而且變的很枯燥。我最後建議之後的學弟妹如果要做歷史相關的東西，

可以做桌遊、寫小說，不一定要做程式設計，而且要做的趣味一點喔！ 


